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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手工艺社区社会创新设计研究
Research on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李彦忻　陈劲松 *　Li Yanxin  Chen Jinsong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七大战略之一，当下社会各界从不同方面对乡

村的文化经济、生态建设等提出诸多建议并付诸实

践，一种新价值意义上的文化转型正在乡村社会中

发生。如何开拓并激发传统社区通过在地手工艺文

化振兴带动社区整体发展，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认

知在地传统手工艺社区在社会进程中外在显现和内

在隐喻相互交织的地方生态，需要学界及社会各层

面积极而深度的思考。作为21世纪初产生的社会创

新设计理论，对社会的创新和发展不仅提供了新的

设计策略，也为拥有在地传统手工艺的社区在乡土

与设计的交融互构中，让社会的发展落在人的能动

性实践之上的新路径提供了可操作性。

关键词：乡村振兴，传统手工艺社区，社会创

新设计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one of the seven major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 At present,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ave put forward many suggestions on rural cultural economy,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etc.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nd put them into research and practic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s taking place in rural societies. How to develop and inspire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vitalization of local 

handicraft culture, and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ecology of local traditional handicraft 

communities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where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and internal 

metaphors are intertwined in the social process, require to be seriously considered by 

academic circle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s a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theory that 

emerg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t not only provides new design strategies 

for soci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makes it operable for communitie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construction of vernacular and desig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raditional craft community,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是在我国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取得阶

段性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现代

化转型、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迈向发达国家

所实施的重大举措，是一项涉及我国政治、

军事、文化、环境等多维度、多领域的系统

性工程。作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

略之一，乡村振兴的宗旨是依据不同乡村各

自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通过政府和社会

力量的介入，对乡村的经济结构做出整体修

正，以此缩小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这种差距

体现在乡村社会的变化或者转型之中，不仅

是一种根本性的乡村文化自身的转型，也是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宏观背景下整体性的乡

土社会意义的结构性改变。

传统手工艺拥有独特的造物观念，是

汇聚传统文化特征的具体载体，以包含物质

与精神双重价值的造物形式，在漫长的人类

社会进程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国家大

力支持在地传统手工艺保护并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在地传统手工

艺文化的现代化创新，如何在现代社会继续

衍生传统手工艺留存和发展的民生价值？同

时，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政策下设计如何介

入乡村发展，并在乡村形成在地文化产业

链，寻求新的乡村发展模式？本文将聚焦乡

村振兴视角下的传统手工艺社区，结合当下

既有的社会创新设计实践案例，深入探究在

地传统手工艺社区发展的社会创新设计策略

的诸多问题。 

一、乡村振兴与社会创新

（一） 乡村振兴的提出与含义

1. 乡村振兴内涵

自乡村振兴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以来，

政府相关部门、学术界及社会各阶层皆从不

同方面对乡村的文化经济、生态建设等提出

建议并付诸研究实践。总体上，乡村振兴包

括经济振兴、社会振兴、教育振兴、文化振

兴和生态振兴，通过五个方面的共同发展，

以经济带动社会进步，以文化和教育振兴培

养乡村人才，以生态保护为乡村振兴提供可

持续保障，进而全方位实现乡村振兴。针对

以上五点，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乡

村振兴可以从不同领域进行实践。一是产业

兴旺，这是从乡村经济的角度出发，通过对

不同乡村在一、二、三产业中各自具有的优

势，推动在地支柱产业的转型升级，发现新

的市场，从而提升乡村经济生产总值以及乡

村人均GDP。二是生态宜居，从乡村的生

态环境出发，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下，利用现代化

技术改善乡村现有环境，实现乡村居民与环

境的和谐共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乡村旅游

文化。三是乡风文明，这是基于乡村文化及

村民认知能力提出的发展战略，在留住乡村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要求乡村居民本身的思

维方式及行为习惯做出相应改变，以适应现

代社会的需求。四是治理有效，这是对政府

机构在进行乡村建设和管理中提出的要求，

只有管理人员有组织有纪律，在政策指导下

有效地组织各类活动的开展，才能使乡村在

有序的状态下得到发展，实现工作效率及产

生效益的最大化。生活富裕作为最后一个方

面，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切实落地且得以有效

开展的前提下，在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中，

人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者，同时也是乡村振

兴的受益者，在消费社会中实现村民经济收

入的提高，此为乡村振兴长远的终极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原

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从以人为本、为人民

服务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

有助于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同时，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反作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

上层建筑具有提高发展质量以及顺应人民对

美好生活期许的功能。［1］其次，从政府政

策制定角度来看，乡村振兴是对原有农村发

展政策中已不适合当下社会发展趋势的部分

进行替换及修正，是在宏观层面基于当下乡

村发展形态实施的全局性战略政策，是在社

会各界高层次人才的协作努力下制定的。其

包含内容之广，涉及领域之宽，投入资本

之大是我国前所未有

的。最后，从价值论

和可持续发展角度来

看，乡村振兴战略本

质上是在实现乡村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对

乡村文化、经济、社

会、环境价值的真正

复归。最终目标是通

过乡村综合性发展，

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的前提下，展现乡村

独有的风土人情，为

“乡愁”的落地以及

人的“归根”提供现

实条件。

乡村振兴战略一

经提出，便受到社会

各界的关注，并成为

探讨的焦点议题。乡

村振兴意味着对乡村

这一社会单元进行创

新性改造和发展，本

质上也属于社会创新

领域下的一个议题。

而社会创新设计作为

社会创新理论下的实

践方式，将其理念和方法运用到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促进了不同乡村的

个性化发展，在赋予村民话语权的基础上引

导村民自主完成了对生活地区的创新性改

造；另一方面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宗旨下，有

效缓解了城乡之间、不同乡村之间、乃至同

村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振兴政策对

乡村发展33年的总体规划路径下助力乡村可

持续发展。

2. 乡村文化振兴

伴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乡村文

化得到重视，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

以及乡村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化转换以符

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等问题都在乡村振兴

战略下由政府领衔开始进行思考并付诸行

动。文化作为社会发展软实力的体现，根

植于每个人的血脉之中，是支撑社会发展

的原动力，也是一个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条件。［2］脱离了文化的社会发展必然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当下，走上盲目追求科

技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的道路，最终导致社

会在目前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下被同质化，

失去应有的活力。具体到乡村而言，由于其

较之于城市仍保留着大量的传统文化，外界

对其造成的影响较小，文化仍是当下乡村社

会发展的核心。换个角度来看，传统文化也

是乡村最具有竞争力、最能够吸引外界对其

产生关注的核心。如果村民对本土在地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不重视，那么乡村社会将会失

去其最强有力的支撑，进而导致乡村振兴实

践难以将文化作为切入点，丧失乡村振兴政

策制定的初衷和目标。因此对于乡村经济、

政治等方面的振兴，必须依托于乡村传统文

化展开。

从历史角度来看，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根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

农耕时代以及农业文明占据了大部分篇章，

而乡村文化便是在农耕时代的进程中发展起

来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

展现了勤劳、勇敢、智慧的乡村文化。因

此，乡村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在五千年进程中

逐渐发展并完善的、代表中华民族身份的文

化内涵，流淌在中华人民的血脉之中，塑造

了中华民族丰富且独具特色的精神世界和心

灵归宿。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以乡

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

是乡村。”［3］

从现实角度来看，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

的动力源泉。乡村文化是在长期的生活生产

实践中形成的，饱含了村民的生活智慧和对

世界的认知方式。［4］乡村振兴的初衷便是

集合村民的智慧，调动乡村的各种资源，通

过合理地调配这些资源实现社会、经济效益

的最大化，从而完成对乡村的创新性发展。

可以说，只有将乡村文化中丰富的人类智慧

运用到对乡村的振兴发展中，在乡村振兴的

宏观政策下，以这些历经时间检验的本土知

识引领不同乡村进行个性化发展，才能切实

将乡村振兴落地到微观层面，根据乡村的不

同文化背景及风俗信仰完成发展与振兴。此

外，乡村振兴只有在良好的组织和规范下才

能够得以开展，而乡村文化中的礼俗文化具

有约束和规范村民行为的作用。因此，对当

地习俗的解读和运用，为乡村振兴政策的实

施和活动的进行提供了保障，这也是通过乡

村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乡村文化是乡村

1. 蓝续扎染大地装置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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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的强大支撑力。社会的永续发展依赖于

文化提供的强大精神动力，而文化在为社会

提供不竭源泉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适应

当下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可以说，社会和文

化二者是共生共长的，只要社会存在，文化

就不会消失，文化反过来又为社会提供精神

支持。因此，乡村社会的存在决定了乡村文

化不会就此消失，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根

脉永远存活于中国社会之中。乡村振兴战略

中对于乡村传统人文、社会、环境生态的保

护，都是在乡村文化的根基上进行的。在后

工业时代，乡村文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

思考方式，如何在机器操控世界进程的社会

中将人类从机器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回归以

人为本的生活及发展模式，是乡村文化对未

来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二）社会创新设计下的乡村振兴

1. 社会创新设计实践介入乡村振兴战略

社会创新设计在乡村振兴政策下的应用

主要是从乡村文化振兴维度展开的，基于不

同乡村的文化及社会语境，制定符合当地的

设计创新实践方案，在赋予村民话语权的基

础上，邀请所有村民一起参与到设计创新实

践中。由于村民在共同社会语境下有着相似

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因此

这样自下而上的行为模式既可以调动村民的

积极性，又可以强化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

属感，从而实现以文化振兴带动乡村全面发

展的目标。［5］

从长期发展来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呈现三大趋势，分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

综合发展。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都与社会创新设计具有

密切联系。针对乡村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指对依据不同乡村文化背景及特色产业

对当地经济结构进行合理调整，使生产要素

实现最优化配置，从而提升乡村经济增长的

数量和质量。［6］这与社会创新设计中通过

设计者话语权的交付以及平台的搭建，让特

定社会中的所有个体都在平台中找到适合自

己的位置，将每个人的长处和优点最大程度

发挥出来，实现社会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的

方法路径不谋而合。可以说，社会创新设计

中对于人力的分配以及社会内部各资源的调

动，本质上也是在完成特定社会内部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而乡村社区由于人员流动性

弱、社区人员彼此熟悉、社区结构较固定等

特点，在实施社会创新设计实践时更容易识

别每个人的优势，对社区内部各种资源的调

配也相对容易。因此，对乡村社区进行的社

会创新实践有助于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

面改进当下乡村社会体系中不合理的结构层

次，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方面，首

先，社会创新设计中“创新”一词就很好地

体现了该实践活动是对社会中传统的、不符

合当下发展的因素进行创新性改造，其目的

就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中市场、社会的现代

化发展需求。其次，由于社会创新设计是针

对特定社会整体的综合性创新，通过对特定

社会文化资源、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经济

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适时改进，全方位地对社

会进行创新升级，实现社会内部各要素发展

的均衡以及整体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乡村振

兴政策中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综合发展是围绕

信息化、全面化、个性化展开的，这些都与

社会创新设计实践密切相关，因此，对乡村

社区进行社会创新设计也有助于从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全面发展的角度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

2.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内生式发展、依附

式发展与社会创新设计的关系

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有保底式发展、

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7］从社会

创新设计理论入手对乡村进行的设计创新是

基于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模式展开的。

内生式发展是指以区域内部的各类资源及文

化背景为基础，将区域内部的人员视作原动

力，旨在通过区域内部人员生活水平的提高

带动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的模式。可见，内生

式发展是在对区域内部已有资源的再开发和

再利用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社会创新设计作

为社会创新理论的实践手段之一，同样是

根据不同社会中已有资源及条件，在“大

设计”概念下，通过设计的介入对这些原

生资源进行创新实践，从而解决社会问题

并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其本质上也

是一种依托于当地社会资源而展开的创新

实践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创新设

计的实践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内生式

发展模式二者的实践对象是相同的，都是

具有当地属性的各种资源，也都是通过在

地文化的引导而展开的。

依附式发展模式则是在依附理论的基

础上建立的，依附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

统一的定义，普遍意义上所说的依附理论即

不同区域间因发展水平及自身能力具有显著

差异，其发展较慢的区域在某些方面需要依

靠发展较快的区域进行帮助或带领，二者之

间由此形成依附关系。具体到乡村振兴战略

中，由于不同乡村的特色产业、地域环境等

有所不同，经济、教育文化发展速度及现代

化进程都显示出巨大差异，因此对于欠发达

乡村来说，可以借鉴、参考具有类似产业特

点、乡村规划的发展水平较高乡村的发展路

径与模式，同时与具有本村欠缺资源的地

区、企业达成协议，成为其帮扶对象，在外

力的帮助下带动乡村发展。从宏观层面看，

社会创新设计中对其他社会已有的设计创新

项目的借鉴，以及通过开拓外部市场让外界

形成强大的消费力，都包含于内。从微观角

度来看，外界拥有各项专业技能及知识的不

同个体也可以给予乡村帮助，而社会创新设

计中外界设计师、研究人员的设计介入便是

为特定社会中的居民提供知识及认知层面的

帮助。

可以看出，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

层面，社会创新设计都为乡村振兴战略下

依附式发展模式的运用提供了可实施的路

径，在社会创新设计实践下更多的乡村形

成依附关系，彼此借鉴成功经验，资源共

享，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

各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乡村这一社

会单元的共同发展。

二、社会创新设计介入乡村发展

（一）社会创新设计介入乡村发展模式

1. 特色文化产业

特色文化产业的关注点聚焦于不同乡村

的特有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旨在通

过将特色文化或非遗项目进行产业化升级，

开拓国内甚至国外消费市场，以经济带动乡

村的整体发展。该类模式可以较好地保护乡

村传统文化资源，其输出的产品或服务也能

保证本土化和根植性。［8］同时由于服务对

象较为单一，且为村民最为在意的经济收入

提高做出了贡献，因此村民的配合度高，彼

此间没有利益冲突。但与此同时，在单一活

动属性及内容的影响下，该模式的影响力及

对乡村资源的整合力较弱，且在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的当下，活动的韧性和张力较低。

2. 文化共同体运营

乡村文化共同体运营整体规模大于特色

文化产业模式，与外界的联系、外来人员的

参与频率也高于特色文化产业模式。［9］文

化共同体运营旨在跨学科的视野下，通过不

同专业学科背景人员的参与，整合乡村特色

文化资源，协调多方力量，同时完成内部文

化的输出以及外部创新理念的输入。该模式

的最大特点便是以创新的思维和方式对乡村

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创新性实践，村民大量

参与到活动中，为自己发声，讲述自己的故

事，从而提升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以及对于村

落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完成乡村内部的

自我造血，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然而，

由于该类模式下有较多不同身份、文化背景

的人参与到其中，而村民间也会因为个体利

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而产生争执，因此对于

项目管理者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是一个很大的

考验。

3. 乡村间战略合作

该模式对应到前文多提到的横向和纵

向战略联系中，属于横向寻找与本地相似项

目进行战略合作的维度。不同乡村之间的战

略合作涉及产业、文化、旅游等多个方面，

以项目目标和共同利益为合作前提，旨在通

过不同乡村之间的合作，集合各乡村优势资

源，既达到资源整合的最优化和最终效益的

最大化，又防止资源垄断带来的市场恶性竞

争。该模式是协作型社区最常运用的实践方

式，协作型社区往往具有资源类型单一、人

员储备不足、与其他社区联系紧密的特点，

可以说乡村间战略合作模式是在商业文化、

商业合作等企业战略下应运而生的。而该模

式的缺点也显而易见，由于过度追求资本利

益最大化，部分情况下忽视了乡村传统文化

的内涵和精神，同时对乡村环境可能造成较

大破坏。

4. 乡村文化传播媒介

从规模来看，乡村文化传播媒介在四种

类型的介入方式中是规模最小、组织结构最

简单的。作为信息时代下特有的发展方式，

传播媒介绝大多数在线上进行，不受时空限

制，其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都较强。该模式旨

在通过互联网平台快速将本地文化传播到世

界各地，以文字、图片、视频、在线直播的

方式形成规模性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的外界

关注。然而互联网不受时空限制、快速传播

的优势也是其劣势，超越时空限制对于乡村

文化的传播意味着缺乏在地性及根植性，而

快速及时的传播也使外界对乡村的认知呈现

片面化和碎片化，对乡村整体的文化脉络和

历史源流的呈现并不完整。

（二）社会创新设计介入乡村发展特点

1. 设计主题和内容的本土化

设计主题及内容在设计者前期的大量

田野调研基础上完成，以“历时-共时”的

纵横交织观察，结合乡村独特的社会文化生

态，呈现出日常生活世界中“集体记忆”和

“个人记忆”的本土化特征，其核心设计思

维是基于真实地域及人文环境的情景化可持

续思考。

2. 设计项目的多元化

乡村作为一个众多村民共同生活的地

区，既承载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村民工

作学习的场所。依据不同村民群体各方发声

的需求，包容差异性的存在，设计项目以多

样化、互动的方式展开，服务于民，在协同

合作中激发每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3. 设计规模的小型化

设计活动基于乡村当地展开，其服务对

象也是固定的人群，而固定的人群因为有着

相同的文化语境，更偏向于对生活资源的活

化利用，对设计的通用性及可持续性在一定

程度上也较易达成共识，因此设计的规模较

其他设计实践显示出小而美的特点。

4. 审美和认知的多样化

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乡村在地居民

同外来设计者的审美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即使在同一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社区内部，不

同阶层的在地民众之间在审美能力、行为方

式、消费能力等方面也有着相对个性化的特

质。东方和西方之间巨大的文化及审美差异

也在具体的事项中体现出来。

5. 设计实践的在地化

以设计介入乡村的方式带动乡村发展，

其核心便是通过设计者基于乡村的在地设

计。设计者与当地居民在沟通互动中，以平

等互动的设计模式，一方面改善乡村面貌及

环境，另一方面提升村民的审美意识，同时

通过设计实践扩大乡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从而带动乡村的整体发展。

（三）社会创新设计介入乡村实践案例

分析：大理州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蓝续”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

周城村，是国内最大的白族自然村，不仅在

地域上有固定清晰的边界及社群结构，同时

2. 蓝续内部扎染体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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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白族传统文化与宗教民俗形成了特

定的村落社会形态。白族传统文化是周城村

的核心文化系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白族扎染则是该村白族文化外显的一

种方式。

“蓝续”是当地白族返乡青年张斌、张

翰敏夫妇创办的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坐

落于周城村的白族传统民居院落。作为当地

白族扎染传统技艺的新生代力量，这是一个

旨在与当地社区居民携手，传承、发展和创

新在地本土民族文化，共同探索文化传承和

发展之路，推行人人可实践的可持续生活方

式的文化交流中心。从2013年创办之初，

他们便将扎染手工艺作为契机，但发展目标

不局限于扎染工艺品本身，而是在社区以及

文化的更大视角上，寻求在地文化精神，以

寻求扎染传统手工艺适应当下社会需求的新

路径。

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蓝续”所有开

展的项目和平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

是立足于白族扎染手工艺技艺、文化的保护

和传承，把握时代理念，在将手工艺本体从

传统工艺提升到现代工艺等方面进行探索。

另一部分则聚焦于周城社区公共空间的创新

改造、社区居民的凝聚力、社区整体的可持

续发展等社区议题方面。

从社会创新设计介入乡村发展的层面来

说，“蓝续”开展的具体内容有白族古法扎

染体验、扎染工艺研修培训、妈咪制造在地

手工艺人交流平台、社区学堂、百位扎染艺

人口述史记录、社区手绘地图创作等。其中

在对扎染手工艺人的培训、邀请在地居民参

与到社区建设、为社区居民营造公共空间、

帮助社区儿童建立社区学堂等方面，无一不

体现了社会创新设计的宗旨和设计模式。而

社区公益学堂、白族扎染五年研培计划等一

系列项目的实施，都是对在周城地区进行社

会创新设计的具体探索和实践尝试。这种将

在地传统手工艺作为连接社区居民的媒介及

路径，不仅搭建了当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

发展之间的桥梁，也体现了社会创新设计中

居民共同参与共创共建，联动发展的目标。

同时，将人与自然日渐疏离的关系重新联

结，将商业活动与公益事业有效结合，将

手工艺和以村镇为区域的社区连为一体，

将人文、人和产品紧密联系在一起，赋能

于社会公益事业，而公益事业返哺商业品

牌影响力的良好循环，从而实现了内外共

同发展、内循环与外循环共同运行的社区

创新发展局面。

“蓝续”在一系列社会创新设计实践

运行中所体现出社会创新设计思维，是基于

本土地域及人文环境情景化下的持续思考。

在此思维模式下，作为设计者的“蓝续”

创始人的介入，与真实环境下社区成员的参

与同样重要。在此，实现了两个方面的“赋

权”，一是内部手工艺者与外部社会成员之

间的权力交付。如在扎染体验活动中，赋予

体验者更多的权力，为消费者搭建一个开放

式的设计场景，充分体现个体叙事的加入；

二是“蓝续”内部员工的赋权，员工拥有创

作权力，员工之间的相处方式是伙伴式的，

任何一个踏入蓝续庭院的人，都可以将自己

的设计创意分享出来。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

尝试中，人人都拥有一份只属于自己的体验

经历，不仅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叙事设计过

程，更可以找到相互扶持的伙伴，使之形成

共享叙事和不同的设计文本。或许，在“在

人人设计的时代”，从具体环境下产生出来

的想法及构思便是社会创新设计中最有意义

的设计创新之一。

三、以在地手工艺社区为单位的社会创新设

计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

（一）社会创新设计下的在地手工艺社区

振兴

我国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以及国家乡村振兴局根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有关要求，提出了通过推动非遗工

作坊建设从而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传

统手工艺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

多依托于有形实物，但在传统文化脉络的内

部是形神合一的文化“生命体”，难以分

离。源于物质性但通常彰显于社会表层的传

统手工艺，是生动而智慧的在地传统的物化

载体。只有将这些根植于乡村居民日常生

活，并作为大多数居民维生方式以及乡村支

柱产业的传统手工艺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

在社会创新协同参与、共建共享理论中推动

非遗工作坊的建设，在消费社会中为其赢得

更大的消费市场，实现传统手工艺的产业化

发展，才能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下实现这

些地区以传统手工艺带动乡村的全面发展。

从我国传统手工艺发源地区分布来看，

绝大多数集中于乡村地区，是乡村人民为了

改善生活条件而做出的能动性实践活动。不

同乡村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历经时代变迁保留

至今，形成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

乡村文化不仅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而存在，

也时时刻刻影响并决定着乡村社区成员的生

活意义和价值选择。因此对传统手工艺及拥

有在地手工艺的乡村地区进行保护和创新发

展，是这些拥有在地手工艺的乡村进行全方

面振兴发展的核心部分。在这些拥有传统手

工艺的乡村中，手工艺人的地位根深蒂固，

只有手工艺人自我实现了创新发展，才能活

化传统手工艺，扩大传统手工艺市场，从而

带动乡村其他方面的共同发展。

社会创新设计的特征及核心概念之一便

是将设计的话语权交付给当地群众。对于当

地手工艺人来说，外界设计者、政府人员权

力的交付使得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对

传统工艺品的设计实践之中，在外界提供的

设计服务帮助下，通过自身创新及审美能力

的提高，自主进行设计创新，一方面实现了

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当地传统手工

艺的创新转化，为实现乡村的振兴发展做出

了贡献。

在实践层面，目前国内外已有部分研究

者和设计师通过对传统手工艺社区进行社会

创新设计实践，完成了传统手工艺的当代转

换并实现了传统手工艺社区的全面发展，如

湖南大学新通道项目、大理蓝续绿色文化发

展中心、诗丽吉王后支持基金会等。从国内

外既有传统手工艺社区社会创新设计成功案

例中可以看出，社会创新设计为传统手工艺

的当代转化以及传统手工艺社区的发展都带

来了全新的路径。

（二）社会创新设计对社区内部发展产

生的效应

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对于乡村

文化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乡

村人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带来城镇心理上对于

文化认同的危机，另一个是乡村传统文化

生态的严重破坏，这两个方面可逆地对乡

村文化造成冲击和影响。村民来到城市对

城市文化感到陌生，更倾向于认同其熟悉

的乡土文化，同时在城市受到文化影响后

回到乡村又造成对乡村传统文化生态的不

认可或者破坏。

当下，对于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基

本由研究者、政府机构主导完成，而传统手

工艺地区的在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多数

都缺乏对传统手工艺进行保护和传承的意识

及热情。一方面由于传统手工艺的经济效

益转化率较低，在现代社会中很难与其他

科技产业形成竞争关系，因此在消费社会

下传统手工艺地区的年轻一代更愿意从事

其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新兴职业。另一方

面，目前很多的传统手工艺都尚未成功地

实现现代化转换，不管在性质还是设计方

面，都还局限于传统审美意识及创作理念

之中，不符合现代审美观念，因此难以适

应现代市场的需求，无法扩大需求市场，

两方面共同造成了在地居民对传统手工艺

保护和利用意识淡薄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针对这些拥有传统手工艺

文化的乡村来说，对传统手工艺的创新发展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以社区为单位

进行的社会创新设计作为一种关注当下、强

调经济与文化共同发展、注重社区的可持续

发展的实践方式，为在地手工艺乡村的振兴

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路径。［10］在社会创新

设计理论体系下，传统手工艺社区通过外部

设计者的引导，完成对传统手工艺品的自主

创新实践，并在自身能力和认知提升的情况

下，以传统手工艺为媒介带动社区整体的发

展，走出一条在地手工艺乡村社区创新发展

的乡村振兴道路。反观，在我国乡村振兴战

略的引导下，传统手工艺乡村社区受到外界

的关注，外部力量通过社会创新的方式对其

的发展和当代转换提供帮助，在全球同质化

严重的当下保护文化本体的特殊性以及不同

文化表达方式的多样性，避免乡村振兴中千

村一面的情境出现，实现不同乡村基于各自

文化语境的个性化发展振兴。

（三）社会创新设计对外部社会的“共

谋”发展互动

在我国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根植

于乡村的传统手工艺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

代，而社会创新设计理论的介入则有助于传

统手工艺乡村社区赶上时代发展的脚步，走

上以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化、产业化带动乡村

社区整体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对传统手工

艺的创新发展，既要围绕国家对于乡村文化

振兴战略展开，又要坚守住传统手工艺文化

中核心的、不能改变的部分，避免传统手工

艺完全走向市场化而失去了其内在精神底

蕴，让传统手工艺在保留其文化核心的基础

上进行现代化创新转化。通过乡村手工艺人

才的培养以及其他人群的加入，可持续地助

力手工艺乡村社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发

展，进一步缩小我国社会的城乡发展差距，

为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社会各界

响应国家号召，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积极开展

了一系列活动，如重建乡村社区、乡村普法

宣传、乡村美育、乡村绿色农业等。而这些

活动都是在外部力量的介入之下基于不同

乡村社会背景展开的。外界人员与村民的互

动、村民为自身需求及当地发展自主性创

造、各社会组织间的合力协作，共同形成了

“共谋”乡村发展的局面，而这些都与社会

创新设计中的核心理念彼此呼应。因此可以

说，基于乡村进行的社会创新设计通过设计

者搭建平台、邀请村民共同进行设计创新、

推动乡村现代化转型等一系列行为，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村民美好生活愿望的

实现做出努力。

具体到在地手工艺乡村社区而言，社会

创新设计者以他者的身份引导村民并亲身参

与到社会创新设计实践活动之中，作为外部

力量，设计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设计创新

工作：其一是邀请各专业学科领域的专家，

以工作坊或论坛的方式，与当地村民进行沟

通互动，为传统手工艺人的设计造物行为注

入新鲜的血液，激发传统手工艺人的创造

力，在保留传统手工艺文化核心的前提下让

其自主完成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化转换。其二

是在传统手工艺创新发展、开拓市场并提升

知名度的情况下，以传统手工艺带动乡村旅

游业的发展，通过设计者及团队人员的对外

宣传，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乡村，感受并亲

自体验传统手工艺文化。其三是在设计创新

实践阶段性完成之后，设计者适时撤离，将

实践活动以个案的形式整理出来，为其他在

地手工艺乡村社区的创新发展以及我国社会

创新设计在传统手工艺乡村社区的应用理论

提供参考。三个方面的实践行为分别从外部

个人、外部群体、外部乡村以及宏观外部社

会的层面与在地手工艺乡村社区达成互动交

流，“共谋”在地手工艺乡村社区的可持续

创新发展路径，完成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

及实施。

此外，社会创新设计将无场所的记忆，

即文化内涵、符号象征等通过流动的社会群

体传播开来，不将其限制于一个特定空间范

围内，让乡土文化、传统文明在城市空间中

3. 蓝续研培项目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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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散落地分布，以期唤醒人们沉睡的乡

土文化记忆。

结语

乡村，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

部分，不仅为我国人民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

障，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今保存较为完

好的地区。此外，乡村的振兴发展有助于缩

小我国现阶段城乡发展差距，缓解我国社会

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中国由发展中国家迈

向发达国家做准备。因此，乡村建设将成为

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议

题。在此情况下，社会创新作为解决社会现

有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手段，在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中，可以通过识别社会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各种协同参与的方式，

基于乡村社会语境，为乡村内部群体及外部

社会发展同时创造社会价值及经济价值，进

而解决乡村现有社会问题，扩宽乡村发展路

径，实现乡村的再发展和再创新。

社会创新设计作为社会创新的重要实践

方式，从特色文化产业、文化共同体运营、

乡村间战略合作乡村文化传播等角度介入乡

村创新性发展。在赋权乡村群众的宗旨下，

避免了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同质化，保护了乡

村在地文化及特有资源，实现了乡村发展的

多元化和个性化。可以说，社会创新设计介

入乡村发展，一方面提升了村民参与乡村建

设的积极性，让村民能够为自己发声，对乡

村进行自主改造，从而保证了乡村振兴战略

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保护了丰富多样的

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情

况下，乡村振兴战略在不同地区的本土化使

得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及丰富的表现形式得

以留存。

传统手工艺文化多发源于乡村地区，是

乡村人民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做出的能动性

实践活动。针对这些有着在地传统手工艺文

化的乡村，如何通过对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转

换从而带动乡村的整体发展，是社会创新设

计在传统手工艺乡村社区展开实践活动的目

的。社会创新设计师在双向的互动交流中使

手工艺人拥有了自主创新设计手工艺产品的

能力，让手工艺人实现了自我造血，在消费

社会中完成传统手工艺的产业化升级，最终

带动传统手工艺社区的个性化发展振兴。而

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一

部分，在国家持续推动非遗工作坊建设的指

导下，必然可以通过传统手工艺的振兴带动

社区整体发展，完成乡村振兴战略任务。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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